
近日，大足区西禅体育公园，前
来健身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挥洒
着汗水，充分享受着“动感”十足的
夏夜风情。

近年来，大足区充分利用城市
“边角料”打造一批户外健身中心，
从以往单一健身器材拓展到多功能
运动球场、跑道，同时配套完善夜间
亮化工程，满足市民随时就近休闲、
健身锻炼需求。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夏夜“动感”

习近平会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市政府召开第14次常务会议
胡衡华主持

□ 重庆日报记者 王翔

民政部启动“乡村著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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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营销花式“种草”重庆入境游热度攀升

应对高温干旱及旱涝急转 重庆采取五方面措施

7月 17日，记者从全市水旱灾害防
御视频调度会获悉，当前，我市进入水旱
灾害防御关键期，全市水利系统将采取
全面开展风险管控、提前做好抗大旱保
供水各项准备、严防旱涝急转等五方面
措施，全力做好下阶段高温干旱及旱涝
急转应对工作。

“近期，我市到了旱涝并重，区域性、
阶段性旱涝灾害明显的阶段，同时面临
着防汛和抗旱双重压力、双线作战局面，
形势严峻复杂。”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据气象部门预测，我市今年盛夏气候
总体偏差，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高温干
旱偏重、局地暴雨洪涝突出，大部地区有

20至 35天轻到中度气象干旱，同时有 3
至 4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他表示，

“全市水利系统将未雨绸缪、关口前移，
保持责任感和紧迫感，全面落实各项防
御措施，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努力将
各类损失降到最低。”

视频调度会提出，将采取五方面措
施做好水旱灾害防御：

一是全面开展风险管控。对辖区内
水库、山坪塘、堤防、水闸等水利设施全
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闭环管控，尤其是
加大高位山坪塘排查力度，抓紧对暴雨
应对、洪水过程复盘，加快水利设施水毁
修复。

二是提前做好抗大旱保供水各项准
备。高度关注前期降雨较少的永川、荣

昌、江津、大足等渝西地区和中部的涪
陵，以及长江河谷和高山易旱、煤矿采
空、水利工程匮乏等区域。做好水利工
程蓄水保水，加强供水基础数据收集，持
续动态开展旱情监测，动态制定高温干
旱抗旱应急预案，做好节约用水、分区分
时供水引导，加强抗旱应急物资装备储
备和抗旱技术支撑。

三是严防旱涝急转。高度警惕后期
出现的先旱后涝、旱涝急转、旱涝交替，
密切关注暴雨天气变化，加强山洪灾害、
中小河流涨水风险防范和全力确保中小
型水利工程度汛安全。

四是强化责任落实。加大对重点防
洪薄弱风险点、山洪灾害危险区、水库、
高位山坪塘、三峡库区高切坡、小水电

站、在建水利工程等水旱灾害突出风险
责任人巡查值守的抽查检查力度，做好
临汛临灾“四问一提醒”叫应。

五是加强宣传舆论管理。加强防灾
减灾救灾宣传，持续提升群众自救互救
能力和防灾避险意识；主动宣传水利部
门工作动态。

据悉，会议还对近期水利安全生产
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包括针对今年已
经出现的安全事故，要举一反三，加强风
险防控；深化安全生产“两单两卡”，在重
点防洪薄弱风险点、山洪灾害危险区、水
库、高位山坪塘、三峡库区高切坡、小水
电站、在建水利工程等风险领域要全面
建立“两单两卡”；继续把安全生产“五项
制度”落实好等。

□ 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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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15年前汶川地震中的“敬礼娃娃”郎铮上了
热搜，他以今年高考文科637分的好成绩，收到了北京
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邀请。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在北川灾区的废
墟中，时年3岁、左臂受伤被埋20多个小时的小郎铮获
救。他躺在一块用小木板制成的临时担架上，用右手
向8位抬着他的解放军战士敬礼。“敬礼娃娃”的照片
通过媒体广泛传播，令当时处在大地震悲伤中的人们
眼睛一亮，被称为“不屈的生命之花”。他的可爱与顽
皮，逗乐了整个中国。

面临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党和政府雪中送炭，全
体人民众志成城，度过了难关，重建了家园。那一批从
灾难中走过来的少年，如今已成长为国家和社会的希
望，已成为一棵棵拔节生长的“小白杨”。

四川绵竹汉旺镇“可乐男孩”薛潇，汶川地震发生
后，2008年5月15日晚上11时，被困80个小时的他一
句“叔叔，我要喝可乐，要冰冻的”话语，逗乐了地震中
悲伤的中国，被网友亲切称呼为“可乐男孩”。灾难中，
他永远失去了右臂。薛潇在灾难中的乐观精神，支撑
他走到了现在。2022年，他成为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手，
现为“可口可乐世界·成都”博物馆馆长。

“吊瓶男孩”李阳，汶川地震中举着吊瓶营救同学
的男孩。震后的北川中学，同学廖波被夹在废墟里。
李阳站在废墟上对他说：“你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不想
你死。”李阳举着吊瓶在废墟上站了一天一夜。后来，
他被保送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李阳选择回到家
乡从事医药工作。

汶川地震中被救助的12岁少年程强高举“长大我
当空降兵”的横幅，后来入伍参军，现为“黄继光班”第
38任班长；四川德阳的坚强女孩王睿，在汶川地震中
失去了一条右腿，后加入成都市残疾人乒乓球队。
2021年与队友在东京残奥会乒乓球女团中夺冠……

还有灿若繁星的在汶川大地震灾难中坚强走过来
的青葱少年，他们在逆境中的不屈、拼搏与奋斗，闪烁
着人生的熠熠光芒。

6月28日，中国传媒大学举办2023届毕业典礼暨学位
授予仪式，双目失明的全国首位视障播音硕士毕业生董丽
娜作为研究生代表发言。她曾在按摩店从事盲人按摩工
作，硬是凭着对梦想的追逐，克服重重困难走到现在。

不管是面临自然灾害的降临，还是自身原因的残
障，都挡不住少年的志向和梦想。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进步则国
进步。

“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早晨你披
着彩霞，傍晚你吻着夕阳。啊，年轻的白杨，汲取着大
地的营养……”这一首已经成为
经典的校歌，以其欢快、青春、团
结、昂扬向上的曲调，朝气蓬勃
的精神风貌，恰是对万千“敬礼
娃娃”在逆境中壮大成长，矢志
不渝不断为梦想奔跑的写照。

万千“敬礼娃娃”
已成挺拔“小白杨”

□ 罗义华

新华社北京 7月 17日电 7 月 17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
鱼台国宾馆会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
尔特。

习近平指出，你担任菲律宾总统期
间，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

度，毅然作出改善对华关系的战略选
择，中菲关系得以重回正轨并蓬勃发
展，为两国友好交往作出重要贡献。中
菲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两国发展根植
于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根植于合作共
赢的亚洲大家庭。中国奉行亲诚惠容

的周边外交理念，一向坚持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中方始终重视中菲关系，愿
同菲方一道，推动中菲关系行稳致远。
希望你继续为两国友好合作发挥重要
作用。

杜特尔特表示，感谢中方对菲律宾

经济社会发展给予宝贵支持，特别是慷
慨帮助菲抗击新冠疫情。发展菲中友
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是大多数
菲律宾人民的愿望。我愿继续为推动
菲中友好发挥作用。

王毅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 高蕾）民政部近日
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乡村著名行动”。该行动涵盖地
名方案编制、命名设标、文化保护、采集上图、信息服务
等地名工作的各个环节，致力于提升乡村地名建设水
平，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这是记者17日从民政部2023
年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据了解，随着时代发展，现代乡村正在发生翻天覆
地变化，乡村地名也呈现出数量密度需求不断增加，需
要整体性、前瞻性规划设计，标准化程度要求提升，人
们对乡村地名的特色内涵越来越重视等特点。

近年来，民政部不断深化乡村地名信息服务，持续
加强乡村地名建设。聚焦乡村百姓出行导航、快递物
流不便的现实问题，先后指导互联网地图平台规范标
注乡村地名670余万条，新增地名覆盖全国200余万个
农村居民点，搜索点击量累计达数十亿人次，有力促进
了乡村百姓出行导航、快递进村、山货进城。

此次“乡村著名行动”明确了 5方面 14项重点任
务，具体包括织密乡村地名网、健全乡村地名标志体
系、发展繁荣乡村地名文化、深化地名信息服务、促进
地名利农惠农等内容。

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副司长王晓东在发布会上介
绍，从2023年起，将利用3至5年时间使乡村地名工作
模式基本定型、工作路径基本成熟，乡村地名及其标识
的广度、密度、精细度适应乡村治理需要，乡村地名文
化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乡村标准地名信息
在各领域规范使用，乡村地名管理服务水平实现跃升，
地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得到充分显现。到 2035年乡
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时，乡村地名管理服务全面适
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城乡地名公共服务实现一体化、
均等化，优秀地名文化成为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地名
助力乡村振兴取得重大成效。

“我们给专项行动冠以‘乡村著名行动’的名称，一
方面，著名作为动词使用时，有‘起名、命名’的含义，体
现要有好地名；另一方面，著名作为形容词使用时，有

‘扬名、闻名’之义，也是希望全国的广大乡村能够通过
地名闻名起来。”王晓东说。

重庆全面推开医保移动支付

102家定点医疗机构上线医保移动支付功能

7月16日，记者从市医保局获悉，我
市针对群众需求、全面推开医保移动支
付应用落地。目前，全市已有 102家定
点医疗机构上线医保移动支付功能，惠
及群众超过 120万人次，医保基金支出
近2亿元。

“现在预约挂号医保也能报销了，太
好了！”近日，家住两江新区的胡女士体
检发现颈部有一个甲状腺结节，于是，她
打算到市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进行
复诊。

在市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上，胡女
士选择了该院乳腺甲状腺外科一名主治
医师的号，在支付挂号费时，她发现除了
传统的微信支付方式，系统新增了医保
支付。

“主治医师的挂号费是 15元，以往
我要自己付 15块钱，现在医保报销后，
自己只付了 0.75元。”胡女士说，如此一
来，既方便又节省了不少费用。

据了解，医保移动支付是基于深化
医保电子凭证的应用，参保人可不需要社
保实体卡，也不需要在窗口排队缴费，通
过手机就可以在线完成医保统筹基金报

销、个人账户、个人自费“一键”结算，避免
参保人因医保结算而来回跑路和排队。

“通过医保移动支付，减少了患者就
医的等待时间，从而改善群众就医体
验。”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杨缙说，医保移
动支付要求本人通过医保电子凭证在医
保App、微信、支付宝等渠道授权后才能
支付。

据市医疗保障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主题教育中，市医保局积极开展调查
研究，深入一线听取意见，围绕看病就医
的“难点”，推动医保移动支付应用落地。

“我们在手机端上看到的是一键支

付，其实背后是混合支付，它包含了统筹
基金、个人账户、现金部分。”该负责人
说，在医保移动支付应用落地过程中，相
关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攻关，后期又协同
医院进行了大量测试，最终实现了医保
移动支付功能的上线。

据介绍，目前全市已有 102家定点
医疗机构上线医保移动支付功能，基本
覆盖所有区县，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医保
移动支付应用，丰富医保移动支付的使
用场景，提高覆盖面，服务“一老一小”，
指导更多的医疗机构实现医保移动支
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7月1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
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听取
上半年全市消防工作汇报，审议《重庆市
航道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消防战线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全
力“遏重大、降较大、减总量”，确保消防安
全形势持续稳定，成绩值得肯定。当前，
我市大部地区陆续进入阶段性晴热少雨
时段，发生火灾事故、自然灾害的风险较
高。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除
险清患工作导向，持续抓好社会面火灾防
控和应急救援工作，全力以赴防风险、保

安全、护稳定。要在提升火灾防控能力上
下功夫，市消防救援总队要认真履行消防
安全综合监管职责，切实加强高层建筑、
大型综合体、地下工程、密闭空间等重点
场所消防安全工作；各行业部门要按照

“三管三必须”原则，不断提升消防安全管
理能力；各区县要认真履行属地责任，确
保消防工作“事事有人抓、处处有人管”。
要在提升应急救援能力上下功夫，不断提

高全灾种、全天候、全地域作战能力和专
业化、规范化救援水平。要在提升群众自
防自救能力上下功夫，深化防灾减灾宣传

“五进”工作，常态化开展警示宣传，分类
进行应急演练，提高群众安全意识。

会议强调，要按照《重庆市航道管理
条例》要求，合理开发利用水运资源，加
强航道管理，促进水运高质量发展。要
科学规划建设，合理确定航道等级、开发

目标和建设时序。要加强养护管理，做
好日常养护和水生态环境保护，适时开
展清淤疏浚治理，保障航道畅通。要确
保航运安全，加大日常巡逻检查、综合执
法力度，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采砂、非法运
输等违法犯罪行为，全力维护航道安全。

会议还分析了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
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研究了动物
防疫、司法鉴定等工作。

□ 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7月16日，记者从粤港澳大湾区驻点招商工
作会议上获悉，我市粤港澳大湾区招商联络处自
4月 12日揭牌以来，已对接优质意向企业 80余
家，深入交流推进项目50余个，签约落地项目10
余个，成果显著。

据介绍，今年以来，为统筹和加强全市在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等经济发达地区驻外招商工
作，由市招商投资局牵头，我市相继在北京、上海、
深圳等地设立三个片区驻外招商联络处。其中，
驻粤港澳大湾区招商联络处覆盖广东、广西、江西、
福建、海南、湖南和粤港澳大湾区等“6省1湾区”，

19个区县和单位在该片区派驻招商人员72人。
粤港澳大湾区招商联络处设立后，已完成片

区6省重点招商目标企业梳理和重点招商项目库、
招商信息库搭建，已从片区2000余家重点企业中
精选出500余家目标企业，入库管理、动态跟进。

下一步，驻粤港澳大湾区招商联络处将积极
探索驻点招商新理念、新模式、新机制，着力推动
招商引资从单兵作战向兵团作战、从各自为战向
联合作战、从无序拜访向有序对接、从小弱散杂向
专精特强转变，有力推动优质项目高精准对接、高
层级推进、高效率落地。 重庆日报记者 周盈

我市粤港澳大湾区招商签约落地项目十余个


